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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專論 

日本信用金庫推動地方創生與永續發展之研究 
李儀坤  

 
一、前 言 

 

日本自 1951 年公布實施信用金庫法，當即鼓勵信用組合改制為信用金庫

（即國內的信用合作社）。並且依法設立信用金庫中央金庫(簡稱為信金中

金)，以控股公司型態與全國信用金庫協會(即國內的信用合作社聯合社)，結

合全日本信用金庫以信用金庫控股集團架構有效進行營運。並且確切落實信

用金庫「健全中小企業發展」、「提升國民生活」、「促進地方繁榮」三大功能。

信金中金則以控股公司型態，發揮全日本信用金庫中央銀行的輔助機能。信

用金庫協會則擔任信用金庫與主管當局溝通及金融教育相關任務。嗣後日本

中小企業順利成長，平民百姓生活優渥，實與遍布各地，非以營利為目的，

會員組織型態的信用金庫，充分落實普惠金融有重大關聯。 

嗣以 1990 年代末期日本發生金融危機，重創日本經濟，日本自此進入景

氣低迷局面。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，日本經濟雪上加霜。復以日本少子老齡

化問題急連惡化，鄉村甚而城鎮人口外移，中小企業倒閉者眾，空屋荒廢，

亟待解決。 

有鑑於此，日本當局乃於 2014 年公布實施「地方創生法(まち・ひと・

しごと創生法)」。除在內閣下設地方創生部外，日本都道府縣市鄉鎮地方政

府亦須依法設立地方創生分部，並由地方分部擬訂地方創生推動策略。並責

成職司振興地方經濟金融的信用金庫(包括地方銀行、信用組合等)，與地方

政府共同推動地方創生。唯為期推展順遂，必要時則由信金中金出面，與學

校進行建教合作。進而在信金中金子公司設立地方創生室，與商店街、民間

開發公司、國土交通省(交通部)等機構訂定協議，共同推動沒落商店街的整

修重建。所需資金除來自地方政府、信用金庫外，並善用各種基金，以利地

方創生的順利推動。 

＊李儀坤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金融顧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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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來，積極配合國際永續發展目標(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， 
SDGs)的落實，意義重大。筆者有感於國內已啟動地方創生。因此特就日本

推動地方創生與 SDGs 的政策方針，信用金庫具體因應成功案例加以引介，

俾供參酌。 
 

二、日本信用金庫集團營運架構 
     

日本的信用金庫(即國內的信用合作社)依據信用金庫法規定，為會員型

態的合作組織金融機構。營運以市鎮村的中小企業及個人提供金融服務為

主。在地方廣設分支機構，屬於非以營利為目的的金融機構，與地方緊密結

合，地緣人緣特別深厚。 

日本於明治維新時期，參酌德國引進合作組織的「信用組合」為會員型

態的非盈利金融機構。藉以在工業化後必然產生貧富不均，用來保護經濟弱

者及一般民眾，為普惠金融機構，有助社會穩定。1951 年隨著日本工業化的

快速成長，都市化的趨勢下，乃訂定「信用金庫法」，鼓勵信用組合改制為信

用金庫，因應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，與城市化下民眾與中小企業的需求。 

1968 年 10 月 9 日日本信用金庫全國大會決議，將「協助中小企業健全

成長」、「國民生活富足」、「地方社會繁榮」列為信用金庫的三大願景。為順

遂推展，1951 年依據信用金庫法設立信用金庫中央金庫(簡稱信金中金)，作

為全日本信用金庫的中央金融機構。迄 2021 年底信金中金在國內有 14 家分

行，國外則有 5 個據點，從業員月 1,200 人。約有 40 兆日圓資金再全球有效

運用，提升收益。  
日本信用金庫成效彰顯有賴於信用金庫的集團營運架構，如圖 1。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
圖 1 日本信金中金事業控股集團具體架構 

(註)全國信用金庫協會即為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。 
資料來源：全國信用金庫協會，信用金庫便覽，2021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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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圖 1 所示，日本信用金庫控股集團的成形，乃係由於 1950 年代，日本經

濟快速成長，人口集中都市，工業化急速進展，中小微型企業急需資金投資

擴展。為期因應，日本當局乃參酌德國國民銀行，於 1951 年訂定信用金庫法，

大幅放寬限制，鼓勵信用組合改制為信用金庫。使得信用金庫在組織上仍位

置社員型態，業務項目均與銀行相近，唯獨放款仍以社員為對象。並且採取

德國 DZ Bank 事業金融控股公司型態營運。得免受限於反托拉斯法規範。日

本信金中金亦在取得獨佔禁止法除外情況下，信金中金與信用金庫以信用金

庫控股集團架構進行營運。同時，為因應旗下信用金庫以及交易對象需求，

可以設立各類子公司包括投資信託業務、信託銀行業務、證券（包括金融科

技）業務子公司，研發經營，並透過信用金庫據點銷售。因此，信金中金透

過子公司與信用金庫，進行集團式營運。迄 2021 年 12 月底止，日本信用金

庫 247 家，全國共有 7,129 分支機構，從業人員約 10 萬人。存款總額 158 兆

日圓，放款總額 78 兆日圓。信用金庫餘裕資金大都轉存信金中金，在國內外

有效運用。信金中金則基於上述信用金庫三大願景。藉由集團營運，強化信

用金庫經營效率，輔助信用金庫功能如圖 2。 

圖 2 信金中金對信用金庫的輔助功能 

資料來源：同圖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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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顯示，信金中金為遍布日本 247 家信用金庫的中央銀行，主要功能

為：強化信用金庫的營運基礎，輔助信用金庫業務功能之不足，以及信用金

庫信用度的提升。近年來面對銀行過剩，競爭劇烈，國民需求多樣化的環境

下，信金中金輔助信用金庫業務提供不足的輔助功能益趨重要。 

信用金庫相較銀行，規模、營業區域、業務項目、往來對象均有限制，

相對弱勢。因此，就個別信用金庫而言，營運績效故自然相對劣勢。面對社

會環境的巨大變化，數位化時代的來臨，國民需求多樣化。為期因應，乃由

信金中金對於信用金庫提供各項業務，善盡其中央銀行功能，強化競爭力。

同時，信用金庫在因應政府當局推動地方創生政策方面，仍然由信金中金全

力主導，各信用金庫積極配合推動。為強化推動地方創生績效，2013 年 4 月，

信金中金控股集團的地域中小企業研究所子公司中，特別設立「地方創生支

援室」。2014 年 11 月 21 日日本政府當局公布實施地方創生法，要求日本都

道府縣各級地方政府必須設立地方創生分部。同時，金融機構積極配合協力

推動。 

近年來，面對日本少子化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，乃由信金中金與信用金

庫齊心協力，配合政府當局推動地方創生的同時，亦針對聯合國 2015 年公

布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，就消除貧窮、減緩氣候變遷、促進性別平等全力

因應。 

     

三、振興地方經濟諮詢與產學合作案例 
 

㈠振興地方經濟諮詢 

日本信用金庫營運區域偏重都會區。然而，面對大型商業設施設置郊

外化，商店街具有商業機能的商家隨之移至郊外，導致中小型市鎮都市商

店街空屋急增，衰退現象相當明顯。兼且，溫泉地區即使擁有優質的觀光

支援，亦面臨觀光客銳減，以及新冠疫情下，遊客駐足的雙重衝擊。 

面對衰退深化，如何活絡地方，振興地方產業，乃成為地方金融機構

信用金庫的重責大任。同時，為有效推動地方商店街、溫泉街、當地產業

的活絡化，則需要信金中金協助地方信用金庫，共同提供地方活絡化諮詢



- 23 - 
 

功能。此外，為確切落實可行的諮詢功能，信金中金、信用金庫仍須與當

地的商會、商店街振興會、觀光協會、大學等，組織工作小組。就下列重

點提供諮詢建言： 

  1.確切掌握當地狀況 

精確收集當地的人口與產業相關統計資料。調查當地的地理環境，

就目前為止振興地方策略的軟體及硬體面的成效，對當地居民與觀光客

進行問卷調查，客觀瞭解當地的狀況。 

  2.歸納問題與解決對策 

召集商店街與觀光設施的相關人士，舉辦聽證會，藉由雙方溝通充

分研討，歸納出問題所在以及問題解決對策。 

  3.撰為報告廣為宣傳 

經由上述工作小組的深入調查訪談，據以撰為報告。並就報告重點

以印刷品或雲端方式，就諮詢建言內容廣為公告週知。 

㈡產學合作具體案例 

上述諮詢建言的實際成功案例不在少數。為便於瞭解，擬以神奈川信

用金庫為例，重點列述之。 

神奈川信用金庫的總行設在神奈川縣橫須賀市。營運區域遍布三浦半

島。三浦半島為神奈川縣東部的半島，神奈川縣北邊與東京都接壤。東京

都到三浦半島車程約 1 個半小時，三浦半島東鄰東京灣，西鄰相模灣。擁

有新鮮的海鮮，優質的溫泉，秀麗的海景，可口的蔬菜。因此，成為國內

外人士渡假的勝地。以此觀之，神奈川縣有此優厚環境，應可招徠居民、

開店展業、活絡地方經濟、增加地方政府稅收，有利神奈川信用金庫營運。 

然而，實際上由於神奈川縣緊臨東京都，三浦半島地區至橫濱電車 50

分鐘，東京都車站 1 小時。導致當地農家漁民的兒女，在高中或大學畢業

後，前往東京任職。因而在橫濱、川崎、東京附近購入住宅移居者不在少

數，導致神奈川縣人口明顯減少，日形嚴重。 

面對此一趨勢，神奈川信用金庫業務營運亦受到衝擊。為期改善，活

絡化當地經濟。2011 年 12 月，神奈川信用金庫在信金中金協助下，由神

奈川信用金庫與橫濱市立大學(以下稱橫濱大學)訂定產學合作協議書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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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三浦半島活絡化事業。產學合作過程及成果如次： 

1.首先，由橫濱大學對日本全國各地移居橫濱諸多居民，以及橫濱大學通

勤學生的親戚約 800 人，對三浦半島的印象進行問卷調查。 

2.其次，由信用金庫從業人員與學生，前往三浦半島產銷時程、城島及京

浜線電兩大車站，進行街頭問卷調查。 

3.橫濱大學的學生，依據上述問卷調查以及當地的產業結構進行量化及定

性分析。 

神奈川信用金庫與學生在完成「振興產業與活絡地方」報告初稿後，

向信金中金地域中小企業研究所的地方創生室，就報告的重點詳加說明。

經信金中金認可後，即正式印製「振興產業與活絡地方報告」。2014 年 10

月在信金中金安排下，在三浦半島舉辦座談會公布研究成果。並邀請關東

財務局(信用金庫監理局)、日本央行、三浦市政府官員等 400 人出席，就

信用金庫與學生共同編制的報告書由信金中金與學生提出說明。 

報告書的重點，可歸納為二： 

其一，三浦半島東鄰東京灣，西鄰相模灣，海產豐富，且為日本主要

的鮪魚集散港口之一。而且，三浦半島蔬菜種類多。報告建議，三浦半島

應該開設鮪魚與當地生產蔬菜組合套餐飲食店。 

其二，東京為主的觀光客，基於交通便捷的緣由，多為一日遊。應該

配合當地溫泉區，增加觀光客滯留時間。報告建議，餐飲業與溫泉業合作

推動，藉以增加觀光收入，提升政府稅收。 

依據報告落實，不但可以改善地方相關業者的收益，增加政府的稅收。

而且，政府得有財源改善地方基礎建設，招徠觀光客。同時，由於地方商

店的增設，特別是新創業者的積極化，得以增加雇用，防止人口外流，甚

而吸引外來人口。 

自從座談會舉辦之後，雖然成效可以預期。然而，信用金庫與大學，

受到金融法律與大學法律不得兼營他業的限制，因此效益受限。為進一步

提升績效，神奈川信用金庫與橫濱大學乃邀請當地的關東私立大學、京浜

急行電鐵、神奈川新聞、三浦工商會議所及橫須賀工商會議所(當地的經濟

團體)五個團體加入，積極配合當局，推展三浦半島的地方創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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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信金中金對地方政府進行問卷調查 
     

信金中金向來在信用金庫協助下，歷年實施「全國中小企業景氣動向調

查」。透過信用金庫調查往來中小企業客戶的經營狀態，以及經營時所面臨的

問題所在。信金中金據以分析，並將分析結果的經營參考資訊還原予信用金

庫以及信用金庫往來的客戶參考。此舉乃係基於未來信用金庫仍為地方重要

金融機構地位的考量。因此信金中金必須充分掌握地方的經濟社會動向，瞭

解地方問題癥結，以及信用金庫應行發揮的功能。然後得將信用金庫業界所

獲得獨特資訊，傳送給全國的信用金庫。 

同時，為了瞭解地方政府所面臨地方經濟社會相關問題，解決問題方針，

以及對於信用金庫發揮功能的期待等徹底掌握。自 2013 年 1 月起，信金中金

開始對日本 626 個地方政府進行問卷調查。當年實施問卷調查回答的有 545

個地方政府，分析結果重點如次：「地方政府特別擔心的問題所在」、「因應問

題政策重點」、「對信用金庫等期待發揮的功能」。信金中金將問卷調查分析結

果，責成地域中小企業研究所(現由研究所中的地方創生室)歸納成冊印刷出

版之外，並在研究所網站公布。 

 

五、信金中金集團善用基金推動地方創生與 SDGs 
     

日本內閣自 2014 年通過地方創生法，設立地方創生部直屬首相(前安倍

首相)，全國地方政府必須依法設立地方創生分部。2015 年全日本地方政府均

已設立，並完成地方版地方創生策略。2016 年起積極進入推動階段。當時，

信金中金為充分支援地方創生的推動，自 2017 年 4 月開始善用公益財團法人

日本財團的「公益基金」，提供予地方創生計畫金援之用。此一地方創生計畫

「公益基金」資金援助架構如圖 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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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善用公益基金推動地方創生與 SDGs 架構 

資料來源：信金中央金庫，2021 年報。 

     

圖 3 架構下，公益日本財團(提供公益基金)、信金中金與全國信用金庫

協會(信合社聯合社)共同合作下，與信用金庫及當地中小企業以事業合夥形

式，推動地方創生。地方創生支援計畫的目的，主要在協助地方創生與解決

地方問題。 

同時配合聯合國 2015 年提出永續發展目標，以及金融當局提示「消除貧

窮」「緩和貧富不均」「促進經濟成長」特別是「確立優質適合居住的永續城

鄉」為推動方向。信用金庫設立宗旨，與 SDGs 不謀而合，推動 SDGs 自然

是駕輕就熟。圖表 3 公益基金支援的地方創生計畫，自 2017 年度實施至 2019

年度為止的 3 年間，每年 2 次募集補助企業，每 1 企業在 1 千萬日圓內給予

補助款。 

補助企業對象由日本財團、信金中金、全國信用金庫協會及專家學者組

成的「諮詢會議」審查決議。審查的重點包括： 

㈠事業內容的創新與獨特性，願景是否明確可行。 

㈡事業營運的責任主體是否明確。 

㈢事業持續經營是否有充分創意。 

㈣信用金庫是否為參與主體，產官學等地方相關者是否參與事業，等為審查

重點。 

日本財團
 

公 益 

諮問會議審查 

當地企業等 

補助款 

補助款

補助款
專家學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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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一地方創生計畫靈活運用，利用上述創生基金強化地方產品銷路的拓

展，古老民宅的活用，觀光及住宿的促進，助成金的交付大有助益。因此，

此一計畫原定在 2019 年度截止。然而由於成效彰顯，信用金庫在當地企業要

求下，乃與日本財團協商，在創生基金支援下持續推動地方創生計畫。同時，

在信用金庫積極主導下，創新企業逐漸浮現，成果逐漸可視化，產出彰顯。

因此，對於任一新創企業的補助金額乃提升至 5 千萬日圓。 

經過信金中金統計，自 2017 年度至 2021 年度止，全日本計有 59 信用金

庫、67 企業，支出補助款總額達 9 億 3 千餘萬日圓。為便於理解，擬就創生

基金由信用金庫主導 2 個案例，具體列述之。 

㈠金澤信用金庫與金澤商店街重建案例 

日本石川縣金澤市位於日本西邊，二戰期間未遭破壞。因此，江戶時

代在城市中遺留下來的「町家」，包括商店、工藝職人民家、武士住宅等古

老建物群聚，因而形成極具歷史價值的金澤商店街(金澤町家)。金澤商店

街雖具魅力，為金澤的觀光資源。金澤商店所有人雖然有心整修復舊，卻

以資訊缺乏及資金不足而無能為力。有鑑於此，乃共同設立「社團法人金

澤町家活用推進機構(以下稱活用推進機構)」，促進金澤商店街的活絡化。 

有鑑於此，金澤信用金庫瞭解到金澤商店街商店的困境與問題所在。

乃依地方再生法向金澤市政府提出申請，要求政府協助，與推進機構成為

事業合夥人，自 2017 年接受創生基金 1 千萬日圓補助款。 

推進機構在金澤市政府合作下，善用創生基金以及政府補助款，進行

金澤商店街的整修工作。另一方面，金澤信用金庫則配合整修工作的進行，

對有意頂讓商店，入居資金需求者給予資金援助，再據以向金澤市政府申

請補助。如此一來，資金問題迎刃而解，創生計劃得以順利推動，確切落

實。 

㈡瀨戶信用金庫主導工藝商店街活絡化 

瀨戶信用金庫營業區域在愛知縣瀨戶市，該地的商店主要為從事陶藝

及玻璃工藝製作為主。因此，有意學習工藝來自日本各地，瀨戶市內因而

成為人才培訓中心。問題是，學生一旦學成，幾乎都衣錦還鄉，定居當地

者極為罕見，導致瀨戶市人口減少，部分商店師傅缺乏而關門。幾十年來，

原來生意鼎盛的尾張瀨戶車站週邊，目前商店減少近半。瀨戶信用金庫眼

見往來客戶減少，為期改善，乃與公益法人瀨戶地方創生公司合作，以瀨

戶市中心的商店街為主，就工藝品製作體驗的企劃廣為推廣。同時，鼓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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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藝技術學成後，在當地開店展業，活絡該市商店街。瀨戶地方創生公司

則針對市中心商店街活絡化，對提供體驗、飲食、住宿的店鋪給予資金支

援。 

為期進行順遂，瀨戶信用金庫並且透過與瀨戶市政府、工商會議所等，

依據地方創生法提案改善瀨戶市商店街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對策。2018 年

因此而獲得地方創生基金補助款 1 千萬日圓。同時，瀨戶信用金庫與瀨戶

地方創生公司共同推動： 

1.對國內外觀光客，以及外地關心工藝品製作者廣為宣傳。 

2.提供工作坊，個月工藝製作講師得有寬敞可行的場所。 

3.積極與工作坊交流，提供工藝品銷售機會以及創業支援。 

 

六、信用金庫與開發公司共同活絡商店街 
     

近年來，日本人口減少，加上少子老齡化的急速惡化，導致日本的都市

空洞化。都市的外表看似不變，但是都市內空屋急劇增加，人口密度急速降

低，街上行人稀落。為解決此一現象，日本國土交通省(相當於交通部)乃依

據「推動民間都市開發特別處置法」，指定合格的財團法人民間都市開發公司

(以下稱開發公司)，配合信用金庫與地方創生基金給予支援。為期慎重，2016

年 7 月信金中金敦促國土交通省與開發公司訂定合夥契約，以便信用金庫擬

定地方創生計畫，架構如圖 4。 
 

圖 4 信用金庫主導國土交通省與開發公司營運架構 
 
註：民都機構指民間開發公司 

資料來源：同圖 3。 

造街基金 造街業者 

空置店鋪及
休閒設施修

繕業者

特別股或
隱名合夥

出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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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顯示，信用金庫與開發公司以有限合夥方式出資設立造街基金(まち

づくりファンド),以優先股或隱名合夥方式出資，參與民間造街事業，包括空

置店面及遊樂設施的裝修改建。造街基金存續期 20 年，基金規模數億日圓，

開發公司出資額以一半為限。 

同時，國土交通省與開發公司的協議，應提供予信金中金。信金中金再

將造街基金推動市街地事業推動的支援制度，提供予信用金庫。以便於信用

金庫將善用基金，發揮信用金庫的功能提供予國土交通省及開發公司。據此，

開發公司可以因應信用金庫或顧客的要求，對造街事業的業者派遣專家，就

事業計畫方面進行洽商。有關造街事業方面，則由國土交通省要求相關機構

進行協助。 

上述信用金庫與開發公司共同出資，依圖 4 設立的「管理型造街基金」，

自 2017 年度迄 2020 年度 4 年間合計已有 15 件，資金規模合計高達 10 億日

圓。重點擬列示如表 1。 

表 1 信用金庫設立「管理型造街基金」一覽 

註：民都機構指民間開發公司 

資料來源：同圖 4。 

大阪信用金庫

紀國信用金庫

紀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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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納表 1 所列 15 件「管理型造街基金」，投資造街協助事業主要內容為： 

㈠空屋整修，依其坐落地點，做為民宿或飲食店等各業別使用。 

㈡商業大樓重新裝修，招徠各類業者進駐，活絡當地市街。 

㈢工廠式古老建物整修後，提供為工藝品製作以及學習製作場所。成品則在

附近商店販售。 

㈣整修空屋，提供作為物業販賣場所。 

㈤商業大樓空置店面整修，鼓勵外地年輕人前來創業，增加雇用。 

㈥整體規劃商店街，務使保有歷史文化特色。內部裝修則多為現代化，迎合

時代潮流。 

㈦商店街充分完備網路設施，便利國內外觀光客前來使用。 

㈧商店普設讀卡機或掃描器，以利國內外觀光客使用卡片式及行動支付。同

時配合政府推動無現金社會政策，節省商店用人成本，並使支付快速化。 

 

七、信用金庫善用靜止戶存款推動永續發展目標 
     

日本金融業對於 10 年間未有存提帳戶，視為靜止戶(休眠預金)。為期善

用，協助民間公益活動，日本金融當局乃於 2016 年 12 月訂定「善用靜止戶

存款協助民間公益活動法(以下稱靜止戶活用法)」。靜止戶活用法規定，靜止

戶存款必須轉存至存款保險公司。同時為期善用，再由存款保險公司轉交予

「一般財團法人日本民間公益活動聯盟機構(以下稱 JANPIA)」。JANPIA 再進

行公開募集決定資金分配團體，支付助成金。 

信用金庫依據上述法律以及當局落實 SDGs 的要求，為期因應，乃於 2019

年 12 月與 JANPIA 認可的資金分配團體「一般財團法人社會改革推進財團(以

下稱 SIIF)」訂定合夥協議。進而依據靜止戶活用法，確立「有效運用靜止戶

存款制度」。 

在有效運用靜止戶存款制度下，信金中金依據協議，將 SIIF 進行公開募

集通知等相關資訊，由信用金庫承擔相關功能。同時，對於事業活動的結果

所產生社會環境的變化成效，須定量的(量化)及定性的掌握。加上有關事業

活動的價值判斷，實施「社會的影響(impact)評估」。信金中金則就該「社會

的影響評估」重點說明，進行實施支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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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信用金庫與 SIIF 合作，自 2020 年 3 月開始由推行公司推動靜止戶

存款制度，共計有 6 家公司。其中有 2 家經由信用金庫引介，經過審查通過

採行，內容概況如表 2。 

表 2 信用金庫引介適用靜止戶制度案例 

推行公司 助成金額 事業內容 引介信用金庫

御祓川公司 
(石川縣) 

3,294 萬 
日圓 

為石川縣奧能詹地方的企業，推動

各項創業計畫，增加人員雇用，活

絡當地經濟。為推展計畫，自設

立、創業及永續經營(SDGs)，必須

由當地信用金庫資金援助。 

興能信用金庫

Rennovater 
公司 

(京都府) 

3,000 萬 
日圓 

購入市街地空屋，進行修建，整修

後以便宜租金提供當地創業或移

居當地人士。並與當地 NPO 法人

合作，協助當地就業人士，形成互

助社區。 

京都信用金庫

資料來源：同圖 3。 

 

近年來，善用靜止戶存款制度，協助地方，解決少子化問題，支援創業，

增加雇用。善盡信用金庫回饋地方，並且配合團隊永續發展目標(SDGs)的推

動，成果可期。 

 

八、信金中金推動永續發展目標 
 

2020 年 6 月 1 日為信金中金設立 70 年紀念日，意義重大。為期因應，

信金中金乃利用地方創生推動計畫中，稅務當局賦予優惠成立「故里援助團

(SCB ふるさと應援團)」。用以配合國際企業永續發展目標的實現，藉由信用

金庫與地方政府合作，同時推動地方創生計畫。 

「故里援助團」自 2020 年迄 2022 年實施。在信金中金支持下，由各地

信用金庫與地方政府落實 SDGs 所訂 17 目標，該團目的為協助地方創生事業

以及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。至於援助的對象企業，原則上為信用金庫總行座

落的當地政府推動的地方創生事業。經由各地信用金庫引介，當地政府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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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由信金中金委託學識經驗專家組成審查會，通過者即為援助對象事業者。

迄目前為止，已有 103 家事業者通過，可接受 10 億左右日圓的補助款。引介

的信用金庫計 105 家，100 個縣市鎮地方政府。 

經由上述措施，可以深化信用金庫與地方政府關係，推動 SDGs，加速

地方創生的落實，特別是近年來新冠病毒衝擊下，欲振乏力地方經濟的振興。 

 

九、結 論 
 

綜合上列所述，可以歸納結論如次： 

㈠日本於明治維新推動工業化，未免重蹈英國工業化後產生貧富不均的社會

問題。乃引進德國合作金融制度。1951 年為因應社會環境變化而確立信用

金庫合作集團體制，以地方中小企業及一般居民為會員，非以營利為目的，

提供與銀行相近的金融商品與服務。回饋鄉里，穩定社會，落實信用金庫

的普惠金融功能。 

㈡2000 年起日本由於泡沫經濟破滅，導致景氣蕭條、消費不振、失業率上升，

通貨緊縮，日益嚴重。後於 2008 年遭到世界金融海嘯衝擊，雪上加霜。近

年來新冠病毒擴散，疫情日形嚴重。迄今普稱日本經濟為「遺失的二十年」，

亟待振興。 

㈢2008 年以來，日本總人口數開始負成長，人口泰半集中東京、大阪、名古

屋。鄉鎮郊區人口外流，少子老齡化問題嚴重，地方經濟凋敝，不容忽視。

2014 年日本內閣訂定實施地方創生法。內閣下設地方創生總部，全國地方

政府則設立分部。依法編列預算，並由深耕地方的信用金庫等地方金融業

配合推動地方創生，成功案例不在少數。 

㈣嗣以經驗累積，信用金庫透過信金中金事業金控設立地方創生子公司之

便，由信金中金與各地方的商會、商店街振興會、觀光協會、大學等，組

成工作小組歸納問題所在，提出解決對策。以神奈川信用金庫與橫濱大學

進行產學合作，活絡三浦半島特別是商店街重建，可謂為地方創生嶄新型

態的成功案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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㈤信金中金歷年來均透過信用金庫，對信用金庫中小企業客戶進行景氣動向

調查。今則將調查結果由信金中金進行分析並將分析結果相關資訊集結成

冊，回饋予各地信用金庫以及往來客戶參考。此外，並由信金中金向全國

626 個地方政府提出問卷調查，探究地方政府政策方針以及期待信用金庫

應行發揮何種功能，以便雙方善盡推動地方創生效果，改善地方經濟。 

㈥為順利推行地方創生，善用公益基金，乃由全國信用金庫協會(國內為信聯

社)與日本公益財團協議，由公益財團提供公益基金與信用金庫，及當地中

小企業以合夥型態推動地方創生。並且自 2017 年起配合聯合國推動企業永

續發展目標(SDGs)，迄今已有 59 信用金庫主導下，經審核通過的 67 家企

業創業營運，動用公益基金的成功案例，助成金達 9 億 3 千餘萬日圓。 

㈦為活絡地方，國土交通省(交通部)依據「推動民間都市開發特別處置法」，

擇定適格民營都市開發公司，與信用金庫成立「造街基金」，給予補助。並

且以有限合夥方式，協助空屋修建，遊樂園重整事業者。活絡地方商店街，

振興地方經濟，推動地方創生與落實 SDGs。 

㈧政府訂定「靜止戶存款協助民間公益活動法」，責成金融業靜止戶存款成立

公益機構 JANPIA。與信用金庫訂定合作協議。用以協助中小企業創業，

增加雇用，以便落實地方創生以及 SDGs。 

㈨信金中金成立 70 週年，為期回饋社會，造福鄉里，乃利用政府稅賦優惠制

度，設立「故里援助團」透過信用金庫與地方政府合作，出資推動地方創

生，特別是地方新創企業，協助其永續經營，配合國際與當局落實企業永

續發展目標。 

    綜上結論重點可知，日本政府為改善經濟以及日益嚴重的少子老齡化，

以及市街地凋蔽，地方經濟蕭條問題，乃於 2014 年立法推動地方創生。相關

因應措施手段日益多樣化，效益大為提升。同時，日本經驗顯示，地方創生

主要仰賴深耕地方的信用金庫與地方政府密切合作，積極推動，其他機構配

合，基金資金挹注，成效極為彰顯，特別是聯合國 SDGs 的確切落實尤為可

貴，值得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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